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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1日，在 2021
世界传感器大会开幕式上，郑州
市被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授予“郑
州·中国智能传感谷创新基地”
称号，并现场授牌。当天下午，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
学教授沈卫明，大连理工大学教
授史彦军等传感器领域院士专
家和来自正泰集团浙江正泰中
自控制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高通
半导体有限公司等省外企业代
表组成考察团，来到位于郑州高
新区的郑州·中国智能传感谷，
现场了解规划，考察启动区建设
情况。

当前，郑州正着力打造国内
一流、国际知名的创新高地、先
进制造业高地、开放高地、人才
高地，传感器是数字经济重要的
核心技术，万物互联的数据源
头。作为省、市发展智能传感器
产业的排头兵，高新区作为郑州
“西美”的发动机和增长极，近年

来坚持产业引领，重点发展以传
感器为重点的物联网产业，在
2021世界传感器大会新品发布
暨产销对接会上，高新区主要负
责人对郑州·中国智能传感谷建
设情况进行了推介。

2018年，高新区首次透露为
传感器产业发展规划了先导区，
表示将布局 3~5平方公里的中
国智能传感谷，全方位积聚传感
器产、学、研、金、传感器的科技
创新、产业发展搭建一流平台。
2019年，郑州·中国智能传感谷
规划正式对外发布，提出以郑州
高新区为核心，谋划 3~4平方公
里的智能传感器产业小镇。

如今，作为郑州·中国智能
传感谷首个落地项目，郑州·中
国智能传感谷启动区位于郑州
高新区红松路与化工路交叉口
东南角，总投资 60亿元，占地约
337亩，主要业态含有双创基地、
河南省智能传感器中试基地、产

学研基地、企业总部基地、检测
中心、展示中心等相关产业配套
等，致力于打造智能传感谷发展
先行区、郑州智能传感器产业引
领区。

启动区建成后，拟入住传感
器相关企业 300~500家，力争年
产值100亿元、年利税6亿元；就
业人数2万~3万人，打造国际水
平、国内一流的智能传感物联高
地，实现产业升级。目前，项目
建设方已经与国家智能传感器
创新中心、传感技术联合国家重
点实验室、中科院上海微系统
所、中科院苏州仿生纳米所等行
业优质资源达成产业合作，与郑
州大学共建的中试基地也于近
日获得省级授牌，进一步提升传
感产业的技术创新力，推动产业
链深度协同发展。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文
记者 马健/图

打造全球传感器产业“郑州符号”
用“数据+算法”赋能 传感器“大脑”更聪明

本报讯 依托传感器产业，如
何用数字化治理方式来提升产业
影响力和产业资源的汇聚能
力？11月 1日，在 2021世界传感
器大会开幕式上，郑州高新区传
感器产业大脑正式发布，通过建
立一个产业数据底库、研发一套
数字治理引擎、构建一套产业地
图，精准画像，创新服务，精准治
理，致力将郑州打造成为传感器
产业高地。

据悉，高新区产业大脑目前
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已经完成了
对于产业链上千个具体产品环节
的详细画像，以及上下游、供应
链，技术要素，每一个产业链里边
的细分产品背后有上万家企业，
对每一家企业进行了精准的定量
和评价行业的定位。

据介绍，郑州高新区产业大
脑具有三大建设任务，即建设一
个“产业数据底库”，聚焦产业链
上下游重点环节，将企业、人才、
产品、专利、投资、土地、政策、工
商等数据按照产业逻辑重构为实
时动态图谱系统，实现要素数据
全部“上链”；研发一套“数字治理
引擎”，构建基于“数据+算法”驱
动的产业治理新模式，通过模型
算法和服务矩阵，实现经济运行、
要素画像、统计对标、项目评估等
治理服务全部“上屏”；构建一张
“产业时空地图”，聚焦精细化治
理，实现对园区载体的空间容量、
企业分布、投入产出、发展潜力等
开展动态监测，实现产业发展需
求与政策供给的匹配流程全部
“上图”。

产业大脑具备哪些功能？技

术承建方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
院创新中心主任孙会峰在发布时
详细介绍了产业画像、运行监测、
精准招商等功效。产业画像：通
过图谱分析，实现传感器产业短
板诊断、精准匹配、量化评价、评
估模型、运行分析、关系穿透等；
运行监测：利用计算引擎的数据
和算法对各类产业要素开展统计
对标、分析评估、推演预警等，实
现对亩均产值、亩均税收、创新投
入、产业带动、资源消耗等方面精
准化治理和服务；精准招商：通过
产业全貌、产业链价值分布，构建
产业链评估模型，定位招商重点
环节，根据区域资源禀赋动态匹
配招商项目。

近年来，郑州把智能传感器
作为“十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
规划建设了郑州中国传感器谷，
搭建了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创
新联盟等平台，聚集了汉威科
技、新天科技、光力科技等一批
创新型龙头企业，形成了覆盖智
慧城市、工业应用、医疗卫生等
领域的传感器产业链，特别是郑
州高新区目前已集聚传感领域
相关企业 3011家，注册资本超过
10亿元以上的企业有 12家，孕
育了一批国内龙头企业，技术和
产品等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综
合实力排名位居全球气体传感
器领域前列。在 2020年 9月，由
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的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颁布的
2020传感器十大园区排名，郑州
高新区位列第五。

11月 1日下午，2021世界传
感器大会新品发布暨产销对接

会上，郑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主任张红军做郑州·
中国智能传感谷推介。即高新
区规划的 3平方公里的智能传
感器产业小镇，重点发展MEMS
传感器、传统工艺传感器、智能
传感器材料、智能传感器终端
等全产业链，“多点”为其他市、
区县重点发展智能传感器终端
产业。

目前郑州高新区集聚传感领
域相关企业产值规模为 50.76亿
元，2018年高新区传感器及仪器
仪表生产类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
入为 45.96亿元。注册资本超过
10亿元以上的企业有 12家。孕
育了汉威科技、新天科技、光力科

技、新开普、天迈科技等为代表的
一批国内龙头企业，技术和产品
等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综合实
力排名位居全球气体传感器领域
前列。

作为大会的主要执行方，郑
州高新区明确提出打造千亿级
产业集群，形成传感器产业的全
球影响力，传感器产业大脑的构
建将基于“数据+算法”驱动的产
业治理新模式，通过模型算法和
服务矩阵实现经济运行、要素画
像、统计对标、项目评估等治理
服务“上屏”，建设任务完成后，
产业大脑将具备产业画像、运行
监测、精准招商等功能，助力郑
州建设世界传感器产业集群，引

领产业发展，服务于整个河南省
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世界传感器大会已
在河南郑州成功举办两届，第三
届以“感知世界·智创未来”为主
题，进一步交流全球传感器科
技、产业和应用最新成果，打造
技术先进、应用繁荣、产业链完
善、营商环境优化的传感器产业
生态发展系统，推动建设郑州·
中国智能传感谷，助推建设全国
重要的特色智能传感器产业基
地，建设国际知名的智能传感器
应用示范城市。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文
记者 马健/图

打造智能传感谷
高新再添“新名片”


